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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南平市

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20 年前，科技特派员制度就在习近平
同志同南平当地的一次对话中扎下了根。
那次，地方汇报了三件事，一个是搞“科特
派”，一个是推第一书记制度，再一个是流通
助理。“这三件事我全面支持。我专门作了
调研，后来在省里推广。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现在全中国都有‘科特派’。农业是有生
机活力的，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发展。”

1999 年 2 月，南平市选派首批 225 名科

技人员，深入 215 个行政村开展科技服务，
开启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基层探索。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对这项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后在《求是》杂志
刊发《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
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指出
这一做法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农村工
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值得认真总结”。

2002年起，科技特派员制度开始在福建
全省推行。同年 11 月，科技部在宁夏等西
北五省区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2004
年 12 月，科技部、原人事部出台《关于开展

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试点工作的若干
意见》，进一步扩大试点。

2012年起，科技特派员工作先后 7次被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2016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
见》。由南平而福建而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
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制度性安排。

2019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
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年来，坚持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队伍不断壮大，
成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

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
致富的带头人，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22 年来，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
农业农村生产一线，目前已领办创办 1.5 万
家企业或合作社，平均每年转化示范 3 万余
项先进适用技术，为科技兴农富农作出了突
出贡献。

在福建，科技特派员创业和技术服务已
实现乡镇全覆盖。 20 多年来，科技特派员
制度如何不断走深走实？不久前，记者赴福
建实地探访。

引

子

■人民眼·科技助力乡村振兴R

从地方探索到全国推广
持续开展人才下沉、科

技下乡、服务“三农”，破解
农 村 基 层 一 线 科 技 力 量 不
足、科技服务缺位问题

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的千亩

百合花圃内，两个身影时隐时现——吴敬

才佝偻着身子，正对着黄昌泉嘱咐注意事

项：“花期过后要及时松土，别让土壤板结

……”一直在认真听的黄昌泉，瞥见吴敬

才的衬衫已被汗水染花了。

“我跟老吴认识 20多年了，他带着我

栽雪柑、种百合，日子越过越好。”70 岁的

溪后村村民黄昌泉回忆，“认识老吴之前，

收入主要靠种几亩稻田，后来我试着在自

留山上种柑橘，可种出来的果子又酸又

小，不好卖。”

曾经困扰黄昌泉的增收致富问题，折

射出当时南平市的农业发展状况——上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作为闽北山区的农

业大市，南平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遇到

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农业长

期以粮食生产为主，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

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产

品卖难问题突出，农民增收缓慢。

如何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

富？1998年 11月，南平市组织开展“千人

大调研”，全市千余名干部进村入户，为

“三农”问题把脉问诊。

黄昌泉向在溪后村驻点调研的时任

南平市市长李川反映：每逢冬季柑橘上

市，要么受冻害的果子掉落一地，要么结

出的柑橘又酸又小，在市场上卖不动。

望着黄昌泉一脸愁容，李川拿起他家

里柑橘栽培技术的书籍一看，有些哭笑不

得：“这本书讲的是北方气候条件下柑橘

的种植方法，你按这个来种，怎么能行？”

“不自己摸索怎么办？”黄昌泉说，

之前乡镇农技站的工作人员，由于年龄

结构和知识结构等原因，比较擅长为农

民解决传统的水稻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问题，指导果树、食用菌等种植，经

验并不丰富。

“市里派科技人员到你们村定点指

导。”李川说。

南平“千人大调研”中，农村基层一

线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服务缺位等问题

反映突出。

随后，当时在王台镇挂职镇长助理

的时任南平市农业局农艺师吴敬才就

被派到溪后村，驻村开展科技帮扶。来

到黄昌泉的果园，他发现问题所在：“柑

橘种植品种早已退化，栽种方法也有问

题，没有采取冬季保温措施，还不舍得

疏花疏果，果子自然又小又酸。”

对症施策，黄昌泉从吴敬才手中接过

雪柑树苗，一部分补种，一部分嫁接在原

柑橘树上，同时采取地膜覆盖、疏花疏果

等措施，“果树免遭冻害，结出的果子不酸

了，两年后大规模挂果，很受市场欢迎，一

亩地收入 7000多元！”

经过“千人大调研”，“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科技、在教育”成为南平市的共识。

把科学技术直接导入农村，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成为南平破解“三农”难题的突破

口。1998年 12月，南平市下发《关于开展

“科技特派员下村服务”活动的通知》，从

市县乡三级农业、科技部门选派初级以上

职称、有一定科技服务实践经验的技术骨

干，驻点行政村开展服务。1999 年 2 月，

南平首批精挑细选的 225名科技特派员，

奔赴全市 215个行政村。

“提前上岗”两个多月的吴敬才，正式

被纳入科技特派员队伍，被乡亲们称为

“一号科特派”。之后的 20 余年里，先后

12 任科技特派员来到溪后村接力开展科

技服务，帮助小山村迈上发展新路——注

册各类农业企业 18 家，改善了农业经济

结构，全村年农业产值突破 3亿元。2019
年初，吴敬才再次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

份驻点溪后村，这次他瞄准发展百合花产

业——附加值高，农民有需求。“持续开展

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这是科

技特派员制度探索的初衷。”吴敬才说。

2002 年起，科技特派员制度开始在

福建全省推行。同年 11 月，科技部在宁

夏等西北五省区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

工作；2009 年 5 月，科技部等八部门出

台《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

创业行动的意见》，在全国启动科技特

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2016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行科技

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科技特派员

制度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制度

性安排，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从科技服务到科技创业
鼓 励 支 持 科 技 特 派 员

与 服 务 对 象 结 成 利 益 共 同
体，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
干、带着农民赚

听说村里要来一位 20 多岁的科技

特派员，浦城县仙阳镇早田村党支部书

记吴世铎心里直打鼓：“一个年轻后生，

干农活儿能行？”将信将疑，吴世铎从浦

城县农委主任那里接回了周仕全。

时年 28 岁的南平市农科所水稻研

究室农艺师周仕全，成为首批 225 名科

技特派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早田村是一个以种水稻为主的小村

庄，水稻亩产当时不足700斤。到早田村没

多久，周仕全便发现症结所在：“村民把自

家头年种的水稻留出一部分做种子，种了

收，收了种，再好的品种也要退化。”

周仕全提出试种南平市农科所选

育的新品种，吴世铎有点犹豫：“老品种

种 了 七 八 年 ，谁 知 道 你 的 新 品 种 行 不

行？”他 拿 出 自 家 两 亩 地 ，供 周 仕 全 试

种，结果当年就见成效：稻谷亩产 1000
斤以上，口感、销路都不错。

这让吴世铎对周仕全刮目相看。此

后数年，南平市农科所选育的多个新品种

在早田村试验，周仕全帮着指导耕种、改

良品种，“这些年，我们村水稻亩产一直稳

定在 1000斤以上。”吴世铎说，“后来好几

任科技特派员来我们村，指导种植蔬菜、

栽种绿化苗木等，帮着调整农业结构。”

不只是农户受益。2000 年，南平市

农科所牵头成立种业公司，所里的科技

特派员自愿出资入股，选育、推广良种，

试验田就分布在科技特派员对口联系的

各 个 村 。 周 仕 全 称 之 为“ 利 益 共 同

体”——公司、科技特派员、农户三方共

赢。“因为有了点多面广的试验田，外地

客商看得见种植效果，种子在市场上很

畅销，公司年利润率多年保持在 10%以

上，我们按股分红。”

“为解决科技特派员工作可持续发

展问题，我们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与

农民或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资金

入股、技术入股、技术承包、技术服务捆

绑 流 通 服 务 等 多 种 形 式 ，实 现 利 益 共

享、风险共担。”曾长期主管南平市科技

特派员工作的现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潘剑才说。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

意见》提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许

可、转让、技术入股等方式支持科技特派

员转化科技成果，开展农村科技创业，保

障科技特派员取得合法收益。”今年 2月，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意见》明确：“完善优化科技特

派员扶持激励政策，持续加大对科技特

派员工作支持力度，推广利益共同体模

式，支持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协办农民

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

在新的政策鼓励下，南平市农科所重

新整合现有资源，扩展 2015年 8月成立的

武夷山科力兴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范围，科

技特派员个人研发成果也可以通过授权

公司转让，获得合理的技术转让费用。

眼下，周仕全正带着团队选育红米

品 种 ，在 早 田 村 推 广 种 植 红 米 700 多

亩。这回，吴世铎首先报名，放心把自

家 30 多亩地都用来种植红米，周仕全也

计划着等培育有效果时，将技术有偿转

让给科力兴公司。

对科技特派员的支持机制也在不断

健全。近年来福建省出台《关于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新

时代坚持和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根据省级科技特派

员的工作业绩，每人每年给予一定数量

的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科技特派员

在受援地的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保

险和培训费用等；对科技特派员创办、领

办经济实体，或与经济实体开展实质性

技术合作的项目，按取得成效给予一次

性资金奖励；引导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开展

对科技特派员的授信业务和小额贷款业

务等。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游建胜说：

“我们要把科技特派员这顶‘金帽子’，变

成参与主体都能获益的‘金饭碗’。”

2019 年 12 月，作为福建省当年选派

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南平市农科所高级

农艺师饶溶晖来到早田村，指导、推广中

药材种植，并引导农户成立合作社，建立

中药材种植基地。“饶溶晖牵线搭桥，不少

中药材种植大户都申请到了‘科特贷’，免

担保，年利率不超过 4.35%。”吴世铎介绍。

“越来越多的科技特派员与农民、合

作社等结成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收益

共享，长效服务。他们大多为初创期的小

微市场主体，需要金融机构扶上马、送一

程。”南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余德荪介绍，2019 年 1 月，南平市出台深

化创新科技特派员制度十项措施，创新

“科特贷”专项金融产品就是其中一项。

“南平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特派

员创业，推出科技特派员风险补偿贷款

业务。由市财政出资 500 万元建立风险

补偿资金池，与商业银行合作放大规模

效应，对科技特派员创办、领办或所服

务的企业（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给

予贷款支持。”余德荪说，迄今，“科特

贷”已发放 480 笔，放贷总额 5.89 亿元。

强化政策激励引导，广大科技特派

员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做给农民看、

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截至今年 8
月底，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累计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超过 2.5 万项次，实施科技开发

项目超过 1.7 万项，由科技特派员创办创

建的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达 5700 余家，举

办各类技术培训超过 2万场。

从单枪匹马到团队作战
改“选派”为“选认”，双

向选择、按需选认、精准对
接，探索跨专业、跨领域、跨
区域建立技术服务团队，进
一步做实产业帮扶

翠绿的茶树下，6 月套种的大豆苗已

有半米高，摘下茶青细看，不见一个虫

眼。“茶叶优质率提升 20%，收购价翻了

一番。”初秋，在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

生态茶园，茶园负责人杨文春正给前来

参观的茶农介绍“生态茶园模式”。

“夏种大豆，冬种油菜。大豆固氮，油

菜锁磷、钾，两种作物套种，把茶树需要的

营养固定在了土壤里。害虫喜欢啃食油

菜和大豆叶，减少了对茶叶的侵害。”杨文

春介绍，用这样的“生态茶园模式”种茶，

减肥减药减少水体磷污染，病虫害有效减

少的同时，茶叶色泽绿、香味足、口感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夷山人，杨文春

种了 20 多年茶。“是刘国英老师带着我

们走上种茶致富路。”他说。

1999 年，武夷山市武夷镇（现武夷街

道）农技站农艺师刘国英作为南平市首

批科技特派员之一被选派到天心村，并

在周边村落推广岩茶。

从那时起，杨文春就跟着刘国英学

种岩茶。这些年来，他家的茶树从无到

有，逐渐布满燕子窠的山洼坑涧。前几

年，杨文春又有了新烦恼——因市场红

火，茶树种植密度增大，薄薄的岩上土已

难以维持茶树高产所需的营养，茶青减

产到不足之前的六成——再去请教刘国

英，身为制茶专家的他，对土壤与植物营

养学方面的问题也不精通，怎么办？

2017 年 2 月，福建省出台《关于深入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

“对为农户提供技术公益服务，创办、领

办经济实体和星创天地，或与经济实体

开展实质性技术合作的个人和团队”，经

一定程序，认定为省级科技特派员。

第二年 5月，刘国英和其他相关领域

专家组建了科技特派员团队。团队里，福

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廖

红擅长土壤与植物营养学研究，福建农林

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许锐

能研究大豆养分高效遗传改良的推广

应用，刘国英专攻岩茶种植推广，团队

协作完成茶树种、养、采全流程培育。

按照专家们给出的综合方案，2018
年初冬，杨文春在茶园里撒下油菜籽，

来年 3 月油菜花开后就地回田，当年出

产的茶青品质明显提升。“感觉喝到了

儿时的味道！”杨文春说。3 年来，燕子

窠生态茶园的茶青产量已恢复至过去

的 八 成 ，而 带 有 油 菜 花 香 的“ 花 香 岩

茶”，颇受市场欢迎。截至目前，茶园套

作油菜、大豆的“生态茶园模式”，已在

福建推广 1.5 万亩。

近年来，福建多措并举深化科技特

派员制度，进一步做实产业帮扶，把创

新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针对科技特

派 员“单 兵 作 战 ”学 科 单 一 、覆 盖 面 不

广 的 问 题 ，福 建 逐 步 加 大 团 队 科 技 特

派 员 比 例 ，鼓 励 个 人 科 技 特 派 员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实 际 需 要 ，整 合 相 关 科 技 人

才资源，共同实施科技攻关，组团开展

跨专业、跨领域、跨区域的全方位创业

和 技 术 服 务 ；鼓 励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企

业 等 主 体 作 为 法 人 科 技 特 派 员 ，牵 头

组 建 多 学 科 融 合 的 技 术 团 队 ，围 绕 各

地优势特色产业开展全产业链创业和

技术服务。

“ 以 推 进 当 地 优 势 产 业 发 展 为 目

标，围绕产业链（或已有的科技特派员创

业链）建立技术服务团队，团队可以由多

学科或多单位人员组成，可吸纳非科技

特派员参加。”福建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负责人陈国华介绍，至今，福建省、市两

级已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团队 1475个。

为防止简单的“拉郎配”、脱离基层

科 技 服 务 需 求 ，福 建 改“ 选 派 ”为“ 选

认”，按照双向选择、按需选认、精准对

接的要求，选认更合适的科技特派员到

最需要的地方去。近年来，福建坚持适

应基层和市场化导向的工作机制创新，

推动形成“基层提出需求、市县主动认

领、省里统筹安排”的“订单式”需求对

接模式，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

发布科研成果供广大农民、经济实体选

择的“菜单式”服务供给模式。

去年，厦门市选认第三批科技特派

员。听说可以双向选择，翔安区香山街

道大宅社区党委书记陈锦芳提出需求：

“社区有 1400 亩连片的火龙果种植基

地，农业基础不错，最近打算推动农旅

融合，开展美丽乡村改造提升，有没有

既懂规划建设又懂市场营销的科技特

派员？”

社区要求标准颇高，厦门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90后”工程师严小辉主动“认

领”服务，去年 11月被选为市级科技特派

员进驻大宅社区。

“社区自建的火龙果集中交易市场

环境差，社区整体环境‘颜值’不高，路

灯昏暗，民宿建筑破旧，怎能吸引大量

游客？”一番调研后，严小辉找出症结，

并将地铁建设的理念应用于村落改造：

所有基建工程统一规范，引入专业监理

公司监督进度和质量，一改往日村里建

设无规划、私搭乱建的情况。

如今，村里处处可见火龙果标识元

素，新改造的火龙果集中交易市场焕然

一新，周边民宿经过“平改坡”等改造，

闽南大厝的古韵更浓。

硬件建设有模有样，市场开拓也有

声有色。随着大宅社区火龙果系列短

视频在新媒体平台推出，大宅社区农闲

季也迎来民宿游客高峰，越来越多的游

客慕名而来。视频主创团队正是严小

辉和他的同事商桐林。

截至目前，福建已累计选认省级科

技特派员超 2.8 万人次，全年在一线开

展服务的各级科技特派员超 1 万人次，

科技特派员创业和技术服务已实现乡

镇全覆盖。

图①：福建省省级科技特派员（左）

在光泽县指导农户栽种中药材。

陈 可摄

图②：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刘

国英（左四）在武夷山市星村镇指导茶

农种岩茶。 资料图片

图③：福建省省级科技特派员（左

三）在 一 家 生 物 农 药 公 司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廖学仁摄

图④：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

窠生态茶园。 陈昌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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